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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与探讨了黄土高原地区的土壤理化性质和土壤团聚体稳定性随经度的变化特征，为其植被恢复及利用提供有力的理

论支持和依据。采用常规的化学分析方法测定土壤的理化性质，并用干筛与湿筛法结合测定土壤各级团粒含量。结果表明，随

着经度的升高，黄土高原地区的土壤有机碳和全氮含量都呈增加趋势，其中定西的含量都是最低的，该地植物以灌木( 柠条) 为

主; 全磷含量变化不明显。通过计算土壤团聚体的平均重量直径( MWD 值) 和土壤可蚀性值( K 值) ，除了定西地区的 MWD 值

最小、K 值最大外，其余地区的 MWD 值、K 值分别在 2．00、0．19 左右，都是随着经度升高波动范围较小。说明黄土高原地区乔木

林比灌木林的土壤有机碳和全氮含量高，土壤团聚体稳定性好、抗侵蚀性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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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soil aggregate stability and corrosion resistance longitude
change in the Loess Plat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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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we investigated variation of soil chemical properties and soil aggregation stability along with
longitudes on the Chinese Loess Plateau ( CLP ) ． It can provide soundly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reference for vegetation
restoration on the CLP． By using conventional chemical analysis method，we measured soil physiochemical properties． In
addition，we used a combined method of dry and wet sieving to measure soil aggregates content．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content of soil organic carbon and total nitrogen enhanced with the increased longitude，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 P＜0．05) of soil total phosphorus along with longitude on the CLP． The soil organic carbon and total nitrogen
was always the lowest in Dingxi which was dominated by shrubs ( caragana ) ． Through mean weight diameter of soil
aggregates ( MWD) and soil erodibility values ( K value) ，we found there was little fluctuation of the MWD ( about 2．00)

and K value ( about 0．19) with increased longitude except Dingxi where the MWD was the lowest and K value was the
highest． Based on the results，we conclude that there's more soil organic carbon and total nitrogen in arbor forest land． The
soil aggregate is more stable and the soil anti-erosion ability i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shrub forest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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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团聚体是土粒经各种作用形成的直径为 10—0．25 mm 的结构单位［1］，它是土壤中各种物理、化学和

生物作用的结果。它是土壤结构构成的基础，影响土壤的各种理化性质，土壤团聚体的稳定性直接影响土壤

表层的水、土界面行为，特别是与降雨入渗和土壤侵蚀关系十分密切。各粒径水稳性团聚体的分布规律可以

反映土壤团聚体的质量，因此土壤团聚体的数量、特征可以反映土壤结构的稳定性和抗侵蚀能力［1］。许多学

者用平均重量直径来评价土壤团聚体的稳定性，用土壤可蚀性值来表示土壤的抗侵蚀能力。植被恢复有利于

促进土壤团聚体的形成，土壤团聚体的组成和稳定性是衡量土壤结构和质量的主要指标。通过测定土壤团聚

体的粒径分布及稳定性可间接地量化土壤的可蚀性能力［2-4］。

黄土高原是世界黄土分布最典型的区域，具有独特侵蚀沟壑地貌，极易发生侵蚀，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为

严重和生态环境最脆弱的地区之一。解决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问题，主要是防治土壤侵蚀，提高土壤的抗侵

蚀能力。土壤侵蚀的主要影响因素有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包括气候、地形、土壤、植被、地质和人为活动。在

植被自然恢复过程中，土壤团聚体结构随着植被群落由 1 年生草本-多年生灌草-半灌木-灌木-乔木演替过程

逐渐趋于稳定［5］。森林土壤团聚体稳定性和抗侵蚀能力最高［6-7］。此外增加植被的覆盖度能有效地改善土

壤侵蚀提高土壤的抗侵蚀能力［8］。有关黄土高原土壤性质和抗侵蚀能力的研究有很多，有关土壤的理化性

质研究主要集中在不同树种枯落叶分解［9］、退耕地复垦［10］、不同植被覆盖［11］、不同耕作方式［12］、演替阶段［13］

等对土壤性质的影响。有关于土壤抗侵蚀能力主要是对草地植被［14］、森林植被［8］、沙棘人工林［15］等地的土

壤进行研究。黄土高原草地植被带不同立地条件下的土壤团聚体稳定性和土壤可蚀性表现出较大差异［14］。

有关黄土高原地区的土壤性质和抗侵蚀能力随经度变化的研究较少，黄土高原从东到西的土壤性质变化如

何，土壤团聚体稳定性怎样变化。本研究选取黄土高原地区土壤为研究对象，在不同经度上设置采样点，研究

其土壤性质与抗蚀性能力变化，有助于了解黄土高原土壤性质及土壤团聚体稳定性规律，为其生态可持续发

展和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提供理论支持和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黄土高原地区( 34°40'52．22″—36°49'40．06″N，104°17'12．70″—113°20'45．81″E) ，属于半干旱

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年均温度为 9．5℃，年均降雨量为 520．4 mm，平均海拔为 1568 m。本研究从东到西在黄土

高原林带上选择了武乡、古县、吉县、黄龙、子午岭、西峰、平凉、庄浪和定西九个采样点，采样原则是尽量选取

人类干扰少的样地。黄土高原地区的土壤类型是黄棉土，土体疏松，软绵，主要特征是剖面发育不明显，土壤

侵蚀严重( 图 1、2，表 1) 。
1．2 样品采集与测定分析

2017 年 7 月 12 日到 8 月 1 日，对研究地区的植被和地形条件进行调查，选取黄土高原从东到西的九个典

型地区进行采样，样地基本情况见表 1。采样植物选取的是乔木( 或灌木) ，为了更好地描述地区的现状，在每

个地区选择 2—3 个优势植物。在每个样地内设置 3 个样方，样方大小为 10 m×10 m。在样方内按着“S”形采

样法取点共 9 个点，用铝盒分别采集 0—20 cm、20—40 cm 两个土层的原状土样，共 18 个样品; 同时在每个样

点用土钻取土，采集 0—20 cm 和 20—40 cm 的土壤样品，九个样点共计土壤样品 162 个。收集好的土样带回

实验室，将原状土按照其结构掰成直径为 5 cm 的小块，挑出植物、细根、石块等杂物，处理好后放在通风处自

然风干; 土钻收集的土壤样品，挑出杂物，混匀、风干、过筛后装入自封袋中，供室内分析使用。
采用干筛法将土块按照不同粒级进行分类，测得土壤各级团粒含量，取一份风干土样( 300 g) 进行干筛，

分别获得＞7、5—7、3—5、2—3、1—2、0．5—1、0．25—0．5、0—0．25 mm 的土壤团粒质量，计算土壤团粒各粒级质

量百分比。根据干筛法得到的各粒级团粒质量比例配成两个 50 g 的土样，进行湿筛，得到土壤水稳性团粒含

量。用团聚体分析仪进行湿筛，将 50 g 土样放在滤纸上，用蒸馏水全部润湿即可( 注意不要放太多蒸馏水) ，

放置 30 min 后，将土样全部倒进团聚体分析仪的小桶中，小桶中有一整套筛子，盛水深度刚好没过最上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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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年平均温度和平均降雨图

Fig．1 Annual average temperature and average rainfall maps

图 2 研究区域及样点分布

Fig．2 Distribution of sample sites

筛子上端( 保证土全部在水中) ，使用团聚体分析仪湿

筛 1 min，将各粒级的筛子取出，用水将筛子上的团聚体

清洗到质量已知的烧杯中，分别得到＞ 5、2—5、1—2、
0．5—1、0．25—0．5、＜0．25 mm 粒级的水稳性团粒，用沙

浴法烘干，冷却到室温后称重，计算得各粒级土壤水稳

性团粒百分比。
将风干土壤过 2 mm 筛，再采用马尔文激光粒度仪

测定土壤的机械组成; 土壤 pH 值采用水土比 2．5∶1 的

玻璃电极法测定; 土壤有机碳( SOC) 采用重铬酸钾容量

法-外加热法测定; 土壤全氮采用硫酸-混合催化剂消

煮，凯氏定氮仪( KDY-9380，KETUO) 进行测定; 土壤全

磷( TP) 采用 HClO4-H2 SO4 消煮后钼蓝比色法比色，利

用紫外分光光度计测定［16］。样地土壤基本化学性质见

图 3。
1．3 计算方法

土壤团聚体平均重量直径( MWD/mm) ( 使用湿筛团聚体粒级计算) 和土壤可蚀性因子 K 值( 土壤理化性

质有限的情况下，只考虑土壤几何平均粒径) 具体计算公式［17-18］如下:

MWD =∑
n

i
xi wi /∑ n

i
wi ( 1)

K = 7．954 × 0．0017 + 0．0494 × exp － 0．5 × logGMD + 1．675
0．6986( )

2

[ ]{ } ( 2)

GMD = exp ∑
n

i
wi ln xi( ) /∑

n

i
wi[ ] ( 3)

式中，xi 为每个粒级下的团聚体平均直径( mm) ，wi 为每个粒级下的团聚体质量百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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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样地基本信息

Table 1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sample plots

区域
Area

经度
Longitude /E

纬度
Latitude /N

海拔
Altitude /m

优势植物
Dominant plant

定西 104°29'1．74″ 35°43'17．10″ 2084 柠条 Caragana korshinskii

104°29'8．67″ 35°43'26．15″ 2134 柠条 Caragana korshinskii

104°29'40．33″ 35°43'22．43″ 2121 柠条 Caragana korshinskii

庄浪 106°19'32．90″ 35°10'48．81″ 2038 锐齿栎 Quercus aliena var． acuteserrata

106°19'34．53″ 35°10'46．00″ 2036 山杨 Populus davidiana

106°20'11．96″ 35°11'7．82″ 2023 落叶松 Larix gmelinii

平凉 106°36'4．19″ 35°29'12．61″ 1721 蔷薇 Rosa

106°36'4．48″ 35°29'17．25″ 1724 山杨 Populus davidiana

106°36'16．16″ 35°29'18．79″ 1695 榆树 Ulmus pumila

西峰 107°32'45．07″ 35°42'11．99″ 1173 油松 Pinus tabulaeformis

107°33'16．46″ 35°42'13．54″ 1173 刺槐 Robinia pseudoacacia

107°33'36．22″ 35°42'32．29″ 1300 侧柏 Platycladus orientalis

子午岭 108°37'28．56″ 36°5'56．70″ 1151 白桦 Betula platyphylla

108°52'43″ 36°1'42″ 1025 油松 Pinus tabulaeformis

109°5'54．50″ 36°0'18．15″ 1185 油松 Pinus tabulaeformis

黄龙 110°0'50．84″ 35°40'0．03″ 1745 油松 Pinus tabulaeformis

110°3'14．35″ 35°38'10．87″ 1264 栓皮栎 Quercus variabilis

110°6'30．04″ 35°36'22．75″ 1027 侧柏 Platycladus orientalis

吉县 110°34'41．37″ 36°11'52．38″ 1269 白皮栎( 槲栎) Quercus aliena

110°35'43．70″ 36°11'9．95″ 1419 榆树 Ulmus pumila

110°35'47．84″ 36°11'7．24″ 1490 辽东栎 Quercus liaotungensis

古县 111°53'48．89″ 36°27'7．00″ 1424 鹅耳枥 Carpinus turczaninowii

111°53'50．10″ 36°27'8．43″ 1429 油松 Pinus tabulaeformis

111°55'27．36″ 36°27'23．66″ 1263 栓皮栎 Quercus variabilis

武乡 113°20'36．63″ 36°49'27．61″ 1781 华北落叶松 Lasix principis-rupprechtii

113°20'45．41″ 36°49'39．23″ 1800 山杨 Populus davidiana

113°20'45．81″ 36°49'40．06″ 1851 辽东栎 Quercus liaotungensis

1．4 数据处理

实验数据采用 Microsoft Excel 2013 软件进行处理; 采用 SPSS 20．0 进行数据的相关性分析; 采用单因素方

差分析( one-way ANOVA) 对不同经度地区的 pH 值和土壤有机碳等进行分析，用 Pearson 法 ( α = 0．05) 对

MWD 值、K 值、土壤有机碳及其他指标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 采用 Origin 9．0 软件进行作图。

2 结果与分析

2．1 森林带土壤的基本理化性质

由图 2 可知，并分别计算各个地区理化性质的均值可得，土壤 pH 在 5．67—8．87 之间变化。其中 0—20
cm 和 20—40 cm 土层，土壤有机碳含量变化规律相似，都是武乡地区的含量最高，定西地区的最低，其变化范

围分别为 10．23—49．17 g /kg、5．52—34．06 g /kg; 同一地区的土壤有机碳含量上层土壤比下层的高，0—20 cm
土层和 20—40 cm 土层都是随着经度的升高，土壤有机碳含量总体呈增加趋势，且 0—20 cm 土层比 20—40
cm 的含量高，古县地区到武乡的含量增加显著( P＜0．05) 。0—20 cm 土层武乡地区的全氮含量最高，定西的

最低，其变化范围为 1．10—3．95 g /kg; 20—40 cm 土层，武乡地区的土壤全氮含量最高，定西地区的最低，变化

范围为 0．62—2．91 g /kg，0—20 cm 土层全氮含量比 20—40 cm 土层的高，0—20 cm 土层和 20—40 cm 土层变

化规律相似，两个土层的全氮含量都是随着经度的升高总体呈增加趋势，古县地区到武乡地区的含量增加显

2402 生 态 学 报 40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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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样地土壤基本化学性质

Fig．3 Basic chemical properties of the soil

著( P＜0．05) 。全氮含量变化规律与土壤有机碳含量变化规律相似。0—20 cm 与 20—40 cm 土层的土壤总磷

含量变化规律不明显，变化幅度小，都在 0．42—0．66 g /kg 之间波动。
2．2 不同经度下土壤团聚体粒径分布特征

水稳性团聚体结果显示( 图 4) ，一般地大于 5 mm 的团聚体含量在 20．00%左右，在 0—20 cm 土层中，定

西地区例外，含量是最低的，它的大于 5 mm 的团聚体含量为 8．30%，武乡地区大于 5 mm 的团聚体含量为

18．86%，其余地区的含量都超过了 20．00%，其中含量最高的是庄浪和平凉地区，其含量为 42．58%; 在 20—40
cm 土层中，古县地区大于 5 mm 的团聚体含量最高为 35．26%，西峰地区的含量最低为 22．39%。有研究指出，

土壤水稳性团聚体含量特别是＞0．25 mm 团聚体含量是反映土壤可蚀性的最佳指标之一。由图 2 可知，在 0—
20 cm 土层中，定西地区大于 0．25 mm 的团聚体含量最低，含量为 29．87%，庄浪和平凉地区其含量最高为

87．42%; 在 20—40 cm 土层中，定西地区其大于 0．25 mm 的团聚体含量为 54．20%，也是研究地区中含量最低

的，黄龙和吉县地区中大于 0．25 mm 的团聚体百分含量为 82．98%，含量是最高的。
2．3 不同经度下土壤团聚体平均重量直径( MWD) 分布特征

由图 5 可知，无论是 0—20 cm 土层还是 20—40 cm 土层中，定西地区的土壤平均重量直径( MWD) 值都

是最小的，其他几个地区的 MWD 值差异不显著。在 0—20 cm 土层中，定西地区的 MWD 值最小为 1．02，平凉

地区的 MWD 值最大为 3．10，其他地区的 MWD 值均大于 2．00; 庄浪、平凉、子午岭、黄龙、吉县和古县的 MWD

值的差异不明显。在 20—40 cm 土层中，定西地区的 MWD 值为 1．90，西峰地区的为 1．91，黄龙的 MWD 值为

2．91，其他地区的 MWD 值均大于 2．30; 每个地区上层和下层土壤的 MWD 值变化规律不明显。
2．4 土壤可蚀性 K 值比较

土壤可蚀性 K 值是土壤抵抗水蚀能力大小的一个相对综合的指标，K 值越大，土壤抗侵蚀能力越弱; 相

反，K 值越小，土壤抗侵蚀能力越强。由图 6 可知，上层土壤和下层的变化趋势相同，都随着经度的升高，K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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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土壤水稳性团聚体的粒级分布

Fig．4 Size distributions of soil water-stable aggregates

图 5 不同经度下 MWD 变化

Fig．5 MWD changes under different longitudes

先降低后增加，之后变化趋于平缓。上下两个土层中，定西地区的土壤可蚀性值 K 都显著地高于其他地区。
在 0—20 cm 土层中，其中平凉地区的 K 值最小，值为 0．023，定西地区的 K 值最大，值为 0．210; 在 20—40 cm
土层中，其中黄龙地区的 K 值最小，值是 0．023，定西地区的 K 值最大，值是 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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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不同经度下的 K 值变化

Fig．6 Changes of soil erodibility at different longitudes

2．5 相关性分析

由表 2 可知，MWD 值与温度成极显著性正相关; 与 K 值、全磷成极显著性负相关。K 值与 pH、全磷、海拔

成显著性正相关; 与经度、温度成极显著性负相关; 与有机碳、降雨量成显著性负相关。土壤有机碳与全氮、全
磷、经度和海拔成极显著性正相关，与温度成显著性正相关; 与 pH 、降雨量成极显著性负相关。全氮与全磷、
经度和海拔成极显著性正相关; 与 pH、降雨量成极显著性负相关。土壤的 pH 与温度和经度成极显著性负相

关，与海拔成显著性负相关。

表 2 经度尺度上土壤基本理化性质与团聚体的性质和环境因子相关性分析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basic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soil and the properties of agglomerates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longitude scale

因子 Factor MWD K L pH SOC TN TP R T A

MWD 1 －0．756＊＊ 0．042 －0．026 0．082 0．050 －0．292＊＊ －0．015 0．287＊＊ －0．024

K 1 －0．311＊＊ 0．191* －0．200* －0．167 0．172* －0．222* －0．407＊＊ 0．181*

L 1 －0．613＊＊ 0．557＊＊ 0．555＊＊ 0．168 0．137 0．609＊＊ －0．216*

pH 1 －0．539＊＊ －0．525＊＊ 0．014 0．117 －0．318＊＊ －0．271*

SOC 1 0．972＊＊ 0．404＊＊ －0．355＊＊ 0．182* 0．341＊＊

TN 1 0．459＊＊ －0．327＊＊ 0．124 0．325＊＊

TP 1 －0．069 －0．155 0．012

R 1 0．141 －0．748＊＊

T 1 －0．468＊＊

A 1

MWD: 平均重量直径，Mean weight diameter; K: 土壤可蚀性值，Soil erodibility value; L: 海拔，Longitude; SOC: 土壤有机碳，Soil organic

carbon; TN: 全氮，Total nitrogen; TP: 全磷，Total phosphorus; R: 降雨量，Rainfall; T: 温度，Temperature; A: 海拔，Altitude; ＊＊在 0．01 水平

( 双侧) 上显著相关，* 在 0．05 水平( 双侧) 上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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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土壤理化性质沿经度变化规律

该研究中，黄土高原林线地区纬度在 35°—36°N 变化，差异很小，经度有所不同且呈梯度变化，因而各个

地区土壤的立地条件是不相同的。根据测定的实验结果表明，土壤 pH 在 5．67—8．87 之间变化，随着经度的

增加，pH 值逐渐减小; 随着经度的变化，全磷含量的变化浮动小; 土壤有机碳含量随着经度的升高，总体上呈

现明显增加的趋势，但是庄浪和平凉地区的含量不同，其有机碳含量比子午岭地区的要高。土壤的全氮与有

机碳含量的变化趋势相同［19-20］，相关性分析表明，两者具有极显著性相关性; 土壤有机碳、全氮含量在 0—20
cm 土层中都是高于 20—40 cm 土层的，这个结论与很多研究是相同的［21-23］。凋落叶是土壤有机质的主要来

源，研究区的植被多为乔木或者灌木，其覆盖度大，枯枝落叶多，因而凋落物分解归还的养分主要集中在表层

土壤，所以上层的含量高于下层［23］，这与朱秋莲等［24］对黄土丘陵沟壑区不同植被区得出的结论相同。土壤

有机碳和全氮含量随经度的变化规律与呼伦贝尔草原区的研究［25］相似，相关性分析表明两者都与经度成极

显著性相关关系; 而全磷含量在呼伦贝尔草原区随着经度的升高而显著增加，黄土高原地区随着经度的升高

土壤全磷含量变化无规律。呼伦贝尔草原区，植被类型是以草地为主，而本研究区植被类型是乔木( 或者灌

木) ，植被不相同，再加上气候条件上明显的不同，因而土壤全磷变化含量随着经度变化的规律有一定差别。

磷是一种沉积性矿物，不易被迁移［26］，所以土壤中磷含量在上下层中含量差异不显著。土壤全磷含量主要受

土壤类型、地区气候、植被类型的影响［27-28］。根据相关分析可知，代表气候的年平均降雨量、年平均温度与土

壤全磷之间差异不显著; 土壤类型的影响，这几个地区均是黄棉土，因而造成黄土高原地区土壤全磷含量差异

不显著的原因应该是植被类型，研究区研究植被类型是乔木( 或灌木) ，乔木植被高大，覆盖度大，枯枝落叶也

丰富，大量的枯落叶分解对于土壤全磷具有重要的影响，所以黄土高原土壤全磷含量变化不明显。
经度上的变化，归根是各地区的水热条件不同，具体表现为年平均降雨量、年平均温度不相同，从而影响

着土壤理化性质。相关性分析数据表明，土壤有机碳、全氮与全磷、经度和海拔都呈极显著性正相关关系，定

西地区的主要植被是灌木柠条，其他地区是乔木，植被的类型会影响土壤有机碳、全氮含量，植被覆盖度越高，

其枯枝落叶越丰富，凋落物分解归还给土壤的养分越多，土壤有机碳的含量也就越大，并且定西地区的年降雨

量、年平均温度都是最低的，海拔是几个地区中最高的，所以定西地区的土壤有机碳、全氮含量最低主要受限

制因素可能是植被类型、降雨量和温度。庄浪和平凉地区的土壤有机碳、全氮含量不同，比西峰、子午岭地区

的要高，庄浪、平凉地区与西峰、子午岭地区相比，年平均温度差异不大，年均降雨量值小，而海拔高，这几个地

区植被类型均为乔木，有研究表明土壤有机碳含量总体上随着海拔的上升而有升高的变化趋势［29］，主要原因

是海拔高，地表温度低，影响了土壤中的微生物活性，影响了微生物对凋落物的分解作用，导致土壤有机碳累

积增加，土壤有机碳与全氮具有极显著性正相关，所以海拔因素可能是庄浪和平凉地区的土壤有机碳含量比

西峰、子午岭地区高的主要原因。综上所述，土壤有机碳、全氮含量受气候、土壤、植被、海拔等自然环境和人

为活动的综合因素的影响。
3．2 经度变化下土壤团聚体稳定性的差异

土壤团聚体是土壤成分的基本单元，是土壤养分的储存库［30-31］。土壤团聚体稳定性的大小与土壤有机

质、矿质养分、水分和 pH 值等理化性质有关外，还受植被类型［32］、立地条件［33］等外部因素的间接影响。土壤

平均重量直径( MWD 值) 与土壤可蚀性( K 值) 是表明土壤团聚体稳定性的两个指数。黄土高原土壤团聚体

的稳定性变化，研究区纬度差异不大，由于经度有所不同，其不同立地条件下的土壤团聚体稳定性有所不同。
0—20 cm 与 20—40 cm 土层变化规律略有不同，MWD 值最小的都出现在定西地区，K 值最大的也出现在定西

地区，说明定西地区的土壤容易被侵蚀破坏，其土壤相对于其他地区的土壤更容易被侵蚀，抵抗侵蚀性能是最

弱的。有研究表明植被类型不同，会影响土壤团聚体稳定性，因而会产生 MWD 值、K 值与其他地区不相同，

植被类型对团聚体的形成也有关系［27-28］，植被群落越稳定，其枯枝落叶越多，再加上树叶的繁密，减少了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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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对土壤团聚体结构的破坏作用，所以土壤团聚体稳定性就越高［5］。大于 0．25 mm 的土壤团聚体( 大团聚

体) 的含量可以表明土壤团聚体稳定性［34］，0—20 cm 土层，只有定西地区大于 0．25 mm 的含量为 34%，其他

地区的均大于 70%，差异较小; 20—40 cm 土层中，只有定西地区大于 0．25 mm 的含量为 54%，其他地区的均

大于 65%，大团聚体含量越高，说明土壤团聚体越稳定，所以定西地区的土壤团聚体稳定性较其他地区的较

低，其他地区土壤团聚体稳定性较好。
土壤团聚体的稳定性可能与温度有关系，根据相关性分析数据可知，MWD、K 值两个指数都与温度呈极

显著性相关关系，随着温度的升高，微生物的活动量增加，微生物在土壤团聚体形成和稳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35］，可能促进土壤团聚体的形成，使得土壤团聚体更加稳定。土壤有机碳对土壤团聚体稳定性的影响，随

着经度的升高，土壤有机碳含量呈现明显增加趋势，研究结果表明，除定西地区外，其他地方土壤团聚体的稳

定性差异不大，所以影响土壤团聚体的稳定性的主要因素不是土壤有机碳含量。土壤团聚体稳定性与土壤类

型关系［36-37］，黄土高原研究区的土壤是黄绵土，特点是土层深厚、质地均一、多孔疏松、透水透气，易于耕作，

土壤类型基本相同，由于植被类型有所不同，定西的主要植物为灌木，其他研究区的主要植物是乔木，因而土

壤团聚体分布有所不同，稳定性有差异，综上所述，土壤团聚体稳定性是土壤类型、植被类型、环境条件、土壤

有机碳含量综合作用的结果，该研究区植被类型可能是土壤团聚体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

4 结论

通过测定黄土高原九个地点的理化性质及土壤各级团粒含量，经过计算并研究得出，黄土高原土壤理化

性质随着经度的变化呈现不同的特征。土壤有机碳和全氮含量分布具有空间一致性，都随经度的增加呈现增

加趋势，全磷含量随着经度的升高，变异较小。随着经度的变化乔木林下的土壤团聚体稳定性和土壤可蚀性

表现差异较小，而土壤团聚体稳定性与其植被类型有很大关系。黄土高原的定西地区主要植物为柠条，该区

的土壤团聚体稳定性比乔木的弱，土壤可蚀性值较乔木的大，定西地区容易发生土壤侵蚀，因此黄土高原地区

乔木林土壤抗蚀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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